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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培养新闻敏感？ 

时间：2002-8-25 15:53:1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曾止贤 阅读2011次

  

    西方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迪姆士·泰勒初涉新闻行当时，去采

访 一个著名女演员的首场演出，到剧场后发现演出已经取消，他就回来睡觉了。半夜，他突

然 被电话铃声惊醒了，编辑告诉他：其它各报都在头条位置登出了这个女演员自杀的消息。

编 辑气呼呼地说：“像这样的女演员首场演出被取消，本身就是新闻，背后还可能有重大新

闻 。记住：以后你的‘鼻子’不要再感冒堵塞了。” 

    这个事例说明，新闻敏感对于记者来说是多么重要。美国新闻学者约斯特说，一个不善于

辨 别色彩的人，不能成为一个画家；一个没有新闻敏感的人，不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 

    那么，什么是新闻敏感呢？所谓新闻敏感，即新闻记者的悟性，是新闻记者政治水平和业

务 水平的综合体现，是新闻记者发现和判断客观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能力，其主要表现

在 下列几个方面：迅速而准确地判断某一事实的意义；及时判断某一事件是否能引起读者的

广 泛兴趣；及时判断某一事实是否新鲜，是否会对全局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及时判断同一

新 闻事件中的许多事实，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善于从纷纭复杂的事实中看出事

物 发展、变化的趋势，增强采访工作的计划性和新闻报道的预见性。 

    记者的新闻敏感从哪里来？不是靠天生的聪明，也不是凭一时的灵感，必须从以下几个方

面 加以努力： 

    首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新闻敏感首先是一种政治敏感，培养 新闻敏感，

必须倾注高昂的政治热情，很难设想，一个不读书不看报，对政治缺乏兴趣，对国际国内大事

漠不关心的人会有什么新闻敏感。新闻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家”。心中要装一把尺子，

这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吃透，用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

把你所了解的人和事分析透，这样，你站得高了，看得远了，分辨能力就增 强了，就会从一

般事实看到未来，透过具体小事看到其重大的社会意义，你的稿子才能摸准 时代脉搏，成为

一碰就响的好新闻。 

    其次是要深入实际，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各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当前群众的需要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地、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和本地的重大事件；对令人 迷惑不解的、

引起群众关心的事情作出合理的正确的分析和解释：反映人民群众在工作中的 实际困难、要

求、意见、建议，并希望运用新闻报道的力量促进问题的解决；了解的知识； 获得健康的娱

乐。在及时反映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方面有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时期以来 ，在我国铁路

建筑企业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不正之风：一些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承包人，为 了谋取个人私

利，寻找种种借口，将本单位的职工弃之不用，大量采用社会劳务，这种“闲 着媳妇雇保

姆”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导致了国家建设资金的大 量流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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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影响国家重点建设的“黑洞”。《中国铁路建筑报》记者姜书范针对这一 现象，及时

采写了一篇题为《谁是企业的太阳》的报道，不仅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而且 还引起了有

关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预防和打击这种腐败现象。 

    三是胸中要有全局，手中要有典型。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船头的了望者，应

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应该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材料篓子”和“信息库”，比如一

个行业报的新闻记者，不仅需要了解全行业的基本情况，了解本行业的改革 进展、发展趋势

及其它重要情况，而且还要了解本行业内部各单位及基层的情况。一个记者 无论是在公共汽

车上、火车上、飞机轮船上、旅馆酒楼里、散步聊天的时候……其神经都应 当随时处于采访

状态之中。要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要研究和分析各种各样 的问题和现象，

要积累各种各样的素材和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要学会比较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情况掌握得多，线索、事例了解得细，这只是

个基础，因为决不是一切事件都可以当作新闻来报道的，这就有一个筛选、比 较的过程。只

有通过比较，才能知道大量的事实中哪一件新闻价值最大。采访过程不单是搜 罗情况的过

程，而且还应当是一个伴随着逻辑思维的过程。有经验的记者采访时，总是一边 记下原始材

料，一边记下偶尔迸发的思想火花，如分析、思考、归纳、疑问、感想等。这样 边了解，边

分析，边归纳，待采访结束，哪件事从哪个角度写心中就有底了。确定新闻主题 也要运用比

较的方针。总之，比较和分析的过程是一个“淘金”的过程，一个“剥皮”的过 程，它能帮

助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五是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新闻敏感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知识面广的人 ，往往思路

开阔，头脑敏捷，对新闻的捕捉力强。当记者的，不但要在采访本身下功夫，而且还要多下些

“稿外功夫”。如果我们能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知识， 新闻敏感就会

不断有所提高。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新闻中心    邮编：１０００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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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培养新闻敏感？ 会员评论[共 2 篇] ╠

说来容易，做来难？？？？怨只怨自己爱上了此行，选择了此条不归路。。。 [chzs于2003-5-24发表] 

把教科书里的东西拿来，就成了自己的了。 [dingmu于2003-5-2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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